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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随着我

国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银发一族的

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日益增强，“银发经

济”正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我市文旅市

场迎来了银发一族旅游热潮，老年游客群

体显著增多，为我市文化旅游产业注入了

勃勃生机。

在平遥古城景区内，一群来自河南的

老年游客正悠然自得地漫步于充满历史

韵味的街道上，深入感受着古城所承载的

悠久历史文化。在导游的悉心引领下，他

们参观了日昇昌票号、登上了古城墙等著

名景点，并聆听了关于平遥古城历史变迁

的丰富故事。

今年65岁的游客郭先生对平遥古城

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到特别新鲜，他表示：

“过年期间，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老年人

并不适合拥挤的环境，出去旅游就是为了

体验景区的风景和快乐，因此，错峰旅游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更为适合。”游客樊先

生也表示：“节后出行不拥挤，天气也逐渐

转暖，我们的时间比较自由，旅行团的价

位也比较低，非常适合老年人出行。”

游客宋文锦对平遥古城的变化感慨

万千：“这次再来平遥，感觉一切都焕然一

新。住宿价格更加亲民，美食种类也更加

丰富多样，真是让人流连忘返。”

广东游客任金灿分享了他的旅行体

验：“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平遥古城，10年前

我曾有幸到访，当时就觉得这里非常值得

再来一次。这次我特意选择直飞太原，再

转乘高铁来到这里。晋中的美食深深吸引

了我，住宿和消费的性价比都很高。更让

我感动的是，许多景点对60岁以上的老年

人免收门票，这样的政策真是太友好了。”

“看过电视剧《乔家大院》后，我一直

渴望亲眼见证乔家的辉煌，但遗憾的是一

直没有机会。如今退休了，时间充裕，我

终于能够前往那些我一直想去的地方游

览。此次来到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晋中

人民群众的热情好客，晋中不仅有着深厚

的历史积淀，还有许多美食，这次旅行真

是收获满满。”来自河北石家庄的朱星晨

和老伴一同游览了祁县乔家大院，共同体

验了那里浓厚的文化氛围。

为了促进“银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市各大景点纷纷完善适老化服务，从硬

件设施到软件服务都进行了全面优化，旨

在提升老年游客的旅行体验，从而吸引更

多银发一族，推动银发经济进一步繁荣。

平遥县日昇昌票号博物馆馆长刘升

斌介绍道：“日昇昌票号致力于为老年人

提供优质的服务保障。我们储备了紧急

医疗用品，如除颤仪、速效救心丸等，并提

供了轮椅、拐杖等保障性设施。同时，我

们还制定了详尽的应急预案，并指定专人

负责对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将立

即启动预案，迅速联系医务人员，确保老

年人能够得到及时、周到的服务。”

银发一族“怡然见晋中”激活经济新动能

□武玲芳

本报讯 （记 者 李

娟） 3 月 18 日是全国爱肝

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中西

医结合 逆转肝硬化”。为积

极响应国家关于肝病防治的

号召，广泛开展肝炎肝病预

防科普知识宣传，保障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3月15日，昔

阳县中医院党支部联合山西

省中医院、昔阳县三都卫生

院在该县三都乡西峪村开展

义诊活动，旨在通过专业的

医疗服务，普及肝病防治知

识，推动肝病早筛查、早治

疗、早康复。

义诊现场，由山西省中

医院肝病科、昔阳县中医院

专家组成的义诊团队为村民

提供了中医问诊、血压监测、

超声、针灸、心电图、健康咨

询等多项医疗项目，医护人

员为村民量血压、测血糖，认

真询问病情，仔细诊脉查体，

并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普

及医学常识和健康知识，受

到村民的一致好评。

此次义诊不仅为村民们

提供了便捷的医疗服务，还

展示了中医药的特色治疗优

势，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不一

样的中医药文化魅力，进一

步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

昔阳县中医院党支部书记张芳芳表示：

“今后，将持续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强化中医药特色优势，不断提升中医药

服务水平和能力，真正把健康服务送到

群众身边，让群众享受到高质量的中医

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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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春寒料峭的太行山深处，榆社

县文物普查队的身影穿梭在崇山峻岭

间。作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一线“侦

察兵”，他们肩负着摸清文物家底、守护

历史根脉的使命，用脚步丈量山河，以

科技赋能保护，在冰雪未消的早春书写

了一段动人的文物守护故事。

3 月 11 日清晨 8 时，队长吴红梅带

着6名普查队员整装出发，目标是榆社

县小杏山山顶石窟。车辆在土路上颠

簸行进，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山脚。面对

陡峭的山势，队员们拄着登山棍，背着

无人机、RTK测绘仪等设备，啃几口干

粮便向山顶进发。

前半程尚能谈笑风生，随着海拔升

高，积雪覆盖的岩壁愈发湿滑，队员们

不得不手脚并用攀爬。有人不慎滑倒，

膝盖磕上岩石；有人体力透支，喘着粗

气倚杖而立，但无人退缩，“文物等不

起，再难也要上！”历经两个半小时的艰

难跋涉，普查队队员们终于登顶。

寒风中，无人机盘旋升空，精准测绘

石窟的每一处细节；RTK测绘仪终端逐点

记录数据，连裂隙的毫米级变化都无所遁

形。下山时，险峻的陡坡让众人“腿抖心

颤”，直至下午4时才安全返回。回望风雪

中的小杏山，队员们的登山杖在雪地上刻

下的印记，仿佛一串无声的守护誓言。

次日，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北平

石窟属于新发现文物点，并无任何文献

记载，只凭老人们口中的模糊记忆，细

微的线索让普查队员们如同大海捞

针。队员们带着无人机深入群山，每登

上一座山头便展开“空中侦察”，3个小

时的翻山越岭、数次无功而返后，无人

机终于在第三个山头的影像中捕捉到

了石窟的踪迹！

“找到了，在这里！”欢呼声中，队员

们循着定位攀至石窟前，用高精度设备

全面记录石窟现状，为后续修复留存珍

贵数据。返程路上，有人低声叹息：“若

早几十年有这些技术装备，多少文物能

免遭毒手！”

文物普查，让队员们对“基层文物

工作者”的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老一

辈普查员靠一双腿、一双眼、一本笔记，

在荒山中寻访文明碎片；如今，无人机

代替了人眼俯瞰群山，RTK终端让测绘

效率倍增，但那份“守护文脉”的初心始

终未变。

榆社县文物普查队相关负责人李

晋华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以“应普尽

普、全域覆盖”为原则，用脚步丈量每一

寸土地，用科技赋能每一处发现，让沉

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让散落的瑰宝重

焕生机。

——榆社县文物普查队野外数据采集小记

摸清文物“家底”守护历史根脉

记者 张凯鹏 通讯员 穆雨椰

野外数据采集途中 穆雨椰 摄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不

再满足于安居养老，而是更愿意看看大千

世界，开阔视野。近年来，旅游成为众多

老年人的重要休闲方式之一，银发一族已

成为旅游市场的重要客源，尤其是错峰、

淡季出游的主力军。

“银发游”市场步入“快车道”，得益于

政策与市场的双向推动。一方面，需求增

长是“银发游”流行的直接原因。当下的老

年人，其收入、知识结构和消费理念发生了

巨大变化，有强烈的旅游意愿。而且，老年

人通常不受工作日限制，时间安排更为灵

活。另一方面，政策完善及供给丰富是推

动“银发游”市场增长的重要保障。

笔者认为，构建银发旅游产业链，不仅

可以增进老年人福祉，同样有助于发挥产业

协同效应，促进“银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

展。从“养老”到“享老”，“银发经济”的崛起正

在重塑文旅产业逻辑，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政府相关部门应

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发适合老年人的旅

游产品，为“银发游”提供更便利、更安全的环

境，更丰富、更贴心的服务，让晋中厚重的历史

文化、优质的适老旅游服务，以及优美的生态

环境吸引更多老年人来到晋中，爱上晋中。

“夕阳事业”恰是“朝阳产业”


